
最新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诗句 王维送
元二使安西的教学设计(优秀8篇)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诗句篇一

教材分析：

《送元二使安西》是盛唐著名诗人、画家和音乐家王维所著
的一首脍炙人口的送别诗。王维的好友元二将远赴西北边疆，
诗人特意从长安赶到渭城来为朋友送行，其深厚的情谊，不
言可知。这首诗既不刻画酒筵场面，也不直抒离别情绪，而
是别具匠心地借别筵将尽、分手在即时的劝酒，表达出对友
人的留恋、关切和祝福。

设计理念：

借助古诗文这一教学平台，通过“读、想、议”等行之有效
且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并恰当
运用多媒体课件激发情趣，拓展思维，从而突现生的主体作
用，尊重学生的独特感悟，提升学生的整体素养。

教学目标：

1、学习古诗，懂得诗意，熟悉其他送别诗。

2、体味“景语皆情语”。

3、有感情的诵读这首诗，体会友人间依依惜别之情。

教学重难点：

掌握古诗的学习方法；体会古诗所表达的情感。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喜欢流行歌曲吗？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古
代时候的流行歌曲（放音乐：《渭城曲》）

2、听懂了吗？这是唐朝时期非常流行的音乐，这首歌唱了什
么呢，今天我把歌词带来了，你们看，其实也是今天咱们要
学习的一首古诗。你们先读一读。

二、分析题目

1、同学们，学习古诗，诗的题目很重要，它是古诗的重要组
成部分，现在我请一位同学读读题目。（生读）

2、到底哪种读法才是正确的呢？（生再读）

3、你为什么在元二后面停顿呢？“使”是什么意思？你怎么
知道的？

师：借助课后注释理解，你真会学习！元二姓元，名不叫二，
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二，因此，被称为“元二”。“使”是出
使的意思，唐朝国力强盛，朝廷常常派一些有识之士到安西
去，元二就是其中的一位。现在，我们再来读读课题。

三、学习古诗

1、课题读得真好，后面四句谁来读？

2、请找出诗中的两个多音字。

3、这首诗，表示地名的词很多，包括课题，你们边读边找，



圈出来。

5、人们常说，王维的诗，诗中有画，我们来看看这两句，你
看到了怎样的情景？

置身于这样的景色中，你有什么感受？带着你的感受读读吧，
你有什么感受，带着你的感受读。

读诗是最有韵律的，要稍微读的慢一些。

此时此刻，王维心中又有怎样的感受？

这两行诗看似写景，实际上是借景抒情，我们再来读读这两
句，感受他的内心世界。

9、看到此情此景，如果你就是王维，你会说些什么？（课件
填空）

（1）是啊！朋友之间有多少知心话要说呀！又有多少说不完
的话呀！千言万语都汇成了一句话师引读————劝君更尽
一杯酒——生齐：西出阳关无故人。

（3）多少回忆，多少离愁，多少牵挂，都化作了这一杯浓浓
的酒。——师引读齐读后两句

就这么说呀，喝呀，喝呀，说呀，已经记不清喝了多少杯酒
了，这哪还是一杯酒啊，这分明就是——（板书：情）你们
感受到了吗？这是一种什么之情？（板书：朋友之间的依依
惜别之情）

10、向这样的诗歌还有很多（课件出示），你感受到了什么？

11、是啊，他们是多么舍不得分开啊！看，喝完酒后，王维
牵着马儿，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出示课文插图）



（1）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此刻，元二就要起程了，有谁
愿意朗读这首诗，送他一程呢？（指名读）

（2）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啊？还有谁愿意朗读这首
诗，再送他一程呢？（指名读）

根据史料记载：王维在元二离开的几年后就去世了，此次的
告别竟成了永别。让我们一起再来朗诵这首古诗，铭记这一
段以酒相送的千古佳话吧！（齐读全诗）

12、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情，千百年来这些文字才被代代传颂，
因为有了情，这首诗不久就被配上音乐，成为当时唐代最流
行的，也是现在经久不衰的音乐之一——————《阳关三
叠》。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一段。

四、课外拓展

（1）老师整理了一部分离别诗送给同学们，喜欢的话读一读，
比一比，感受古人淳朴的情怀，体验深情厚谊带给我们的感
动和温暖。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再搜集一些。

（2）拿起笔，把这首诗写下来，把它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诗句篇二

一、教材分析

《送元二使安西》是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
册第六单元第一篇课文《古诗两首》中的第二首古诗。本单
元的文章以人与人之间的爱和真情为主题，体会互相关爱带
来的快乐和幸福，引导学生去关心帮助他人。

这首诗是盛唐著名诗人、画家和音乐家王维所著的一首脍炙
人口的送别诗。王维的好友元二将远赴西北边疆，诗人特意



从长安赶到渭城来为朋友送行，其深厚的情谊，不言可知。
这首诗既不刻画酒筵场面，也不直抒离别情绪，而是别具匠
心地借别筵将尽、分手在即时的劝酒，表达出对友人的留恋、
关切和祝福。

教学这首诗的重难点是引导学生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诗歌
所描绘的情景，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二、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古诗, 背诵古诗。

2.感悟诗歌的内容, 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 体会朋友之间
的深厚友谊。

3.激起对祖国诗歌的热爱之情, 培养课外主动积累诗歌的良
好习惯。

三、教学准备

1.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

2.学生了解作者相关资料并收集有关送别诗。

四、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揭示课题。

1.复习旧知，谈话导入。

(1)你们在课外都积累了哪些古诗?

学生反馈背诵。

(2)由旧知引入送别诗。



2.指导读诗题，解诗题。

(1)教师板书课题，学生试读课题。

请同学们打开课本，自由读读课题，想想怎样读比较好?

(2)指名读课题，学生思考：从课题中读懂了什么?

学生反馈。教师提醒：诗题告诉我们是谁送谁到什么地方去?

(3)教师总结，重点强调：

元二：姓元，在弟兄中排行老二，因此称他为元二。

安西：指安西都护府，在今天的新疆库车附近，唐朝时设立
在西北边疆的最高军政机构。

(4)师指导读课题

3.学生齐读课题。

(二)初读古诗，掌握大意。

1.学生自由读古诗，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1)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翻到101页，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诗，
请同学们看大屏幕，谁来读读阅读提示?(提醒学生：在读的
过程中，注意两个生字和几个多音字的读音。)

(2)学生自由读诗，教师巡视，发现问题。

(3)指名学生读诗，适时纠正错误读音。

教师相机强调多音字，区别不同意义的多音字的读音，并让
学生组词。(舍、朝等)



师指导学生书写“舍”。要求：这是教材中要求掌握的生字，
大家在写的过程中要注意人字头的写法。教师巡视。

(4)学生齐读古诗。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诗句篇三

教材分析：

《送元二使安西》是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
册第20课《古诗两首》中的第二首古诗。本单元的文章以人
与人之间的爱和真情为主题，体会互相关爱带来的快乐和幸
福，引导学生去关心帮助他人。《送元二使安西》是盛唐著
名诗人、画家和音乐家王维所著的一首脍炙人口的送别诗。
王维的好友元二将远赴西北边疆，诗人特意从长安赶到渭城
来为朋友送行，其深厚的情谊，不言可知。这首诗既不刻画
酒筵场面，也不直抒离别情绪，而是别巨匠心地借别筵将尽、
分手在即时的劝酒，表达出对友人的留恋、关切和祝福。这
首诗洗尽雕饰、明朗自然的语言，抒发诚挚、深厚的惜别之
情，以情意殷切、韵味深永独树一帜。

教学目标

1、知识能力目标：会写2个生字，明确多音字“舍”的两个
读音，明白“使”、“浥”、“更尽”几个词语的意思，理
解整首诗的意思。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古诗。

2、过程方法目标：通过自学和小组合作的方法理解整首诗的
意思，采用层进式引读法引导学生体会诗人对友人依依惜别
的离别之情。

3、情感态度目标：体会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激起对祖国诗
歌的热爱之情。



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

1．收集描写友情方面的名诗名句。

2．了解安西、渭城、阳关分别指的是现在哪个地方？

3．王维和元二在分别的时候可能说些什么？（师提示：a、元
二要去安西了，他心里最牵挂的是谁？b、王维来送元二，朋友
要去安西建功立业，他最想对朋友说些什么？）

教师准备：课件、酒杯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情入境，导入新课，

1．师：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一定交有不少朋友吧。说说你和
知心朋友是什么感觉？（指名谈和知心朋友在一起的感觉。）
（生：很快乐）

师：朋友在一起时间久了，情投意合就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假如，有一天，由于转学、升学等原因两人要分开了，你的
心里会怎么想？指名回答。（生：依依不舍，不愿意离开）

2．师：是啊！我们现代人是这样，古人，也是这样。在古时
候啊，由于交通不方便，朋友分离之后就很难有再相见的时
候，送行饯别就成为表达深厚情谊的一种习俗。于是，在和
朋友分离之时，人们就会写一些诗或文章来送给朋友。

3．师：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首古诗。《送元二使安西》（板



书课题1）。（齐读课题）

二、理解课题，了解诗人

1、谁能向我们简单介绍诗人王维？（课件出示2）

（元二：姓元，诗人的友人元常，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故
称“元二”）

王维和元二是好友，诗中还有一个词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故人。

知道使是什么意思？（使：出使）谁奉了谁的命令出使？
（元二奉皇帝之命出使）

王维也曾一度奉着皇帝的命令出塞，所以王维最能体谅元二
此刻的心情。

2、师：谁能给我们说说课题是什么意思？（送元二出使安西）
还有谁补充一下，说得更具体：（王维送好友元二出使到安
西。）

3、谁知道安西？（安西在今新疆库车附近。新疆是中国最西
边的一个遥远的地方。咱们一起看看安西。（欣赏课件3、4：
安西图片）

用你学过的词语概括安西给你的印象？（荒芜人烟、寸草不
生……）

3．师：打开书，结合课后注释和插图，反复的读一直读到自
己满意为止。

二、情读古诗，想象画面，走入诗境

（一）检查生字的认读情况，理解前两句诗的意思。



1、师：读完了吗？我们来看这三个字“朝”、“舍”“更”
（板书）它们在诗中怎么念？（课件出示5、）指名认读。师
指导学生读好这三个字的发音，并提醒学生注意它们是多音
字。（课件出示5）

2、师：好，把这三个字放回诗中多读几遍。指名朗读古诗。
（课件出示6）

王维和他的好朋友元二都在长安居住，有一天，元二接受皇
帝的使命去安西，唐人相送啊，送到渭城就不能再往西送了，
因为渭城以西的路太难走了。于是，这两个朋友他们在附近
的小旅馆住下。过了一夜，小声朗读这两句诗，边读边想：
你仿佛又看到了什么景色？（课件出示7）（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3．指名回答。估计：小雨，柳树，客舍，酒宴。（板书：朝
雨、客舍、柳色）

（1）雨：什么时候的雨？这雨大吗？为什么说是小雨？理解：
浥：湿润

（2）客舍：这里指为客人设宴送别的地方

（3）柳树：什么样的柳树？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谁能
连起来说一说。

4．师：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描绘的晨景。（课件出
示8、9）这样的渭城美吗？

师：这里的柳色——很新

师：渭城这里的空气——很新鲜。

师：渭城这里的旅舍——很干净，很舒适，还很清静。



师：渭城这里的朋友——是知音，是故人

你喜欢吗？把你的喜爱带进去读读这两句。（学生读诗）

结合课后注释和美丽的画面，你能把前两句的意思讲讲吗？
和同桌互相说一说。再指名说。从诗句中我们也知道送别的
时间、地点和环境气氛。（课件出示10：标划时间、地点、
环境气氛）

（二）了解西去的背景，明白西去路途的遥远及艰辛。

师过渡：清晨，一场如酥小雨，湿润了路上的尘埃。渭城旅
店旁的棵棵绿柳，被雨水冲洗的更加苍翠欲滴。多么美的渭
城啊！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就是在这个如诗、如画
的美景之间，诗人却要和他的朋友元二分别了。我们读读后
两句。指名读、再指名读。齐读。

1、从课题和前两句古诗中，我们知道元二从渭城出发要去安
西。结合文字，我们来看地图，（课件出示11）（介绍渭城、
阳关、安西的位置以及地理关系。）（安西：指唐代安西都
护府，在今新疆库车县附近，是唐朝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
机构。渭城：秦朝时咸阳城，汉改渭城，在长安西北，渭水
北岸。阳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古代跟玉门关同是出
塞必经的关口。）

2、介绍阳关：（出示课件12：阳关图片）这首诗中因为出现了
“阳关”这个地名，这个地方从秦朝开始，一直是外来民族
侵略我们汉族的必经之地。所以到了汉朝，汉朝的皇帝就在
这建起了一道城关，叫阳关。

3、（课件出示13：）这是从渭城到安西。它的实际距离大概
有3000多里。有位诗人曾经这样描述这条路：“十日过沙碛，
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初过陇山
途中，呈宇文判官》（唐·岑参）



4、在古代是没有火车、汽车的。只有靠骑马走到安西，也要
半年多，3000多里，元二这一路上，会遇到哪些困难？（生
自由想象说）

（课件出示16）（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古人）

5、学生自读古诗的最后两句，再指名读。

（三）师生互动谈话，进行多元感悟

1．师：元二即将远行，诗人举杯敬酒，此时此刻，有没有什
么话要对他说一说呀？

生：元二，路上要小心，注意好安全。师：好朋友，多么关
心啊！

生：元二，多带些水去，不要渴着了。路上要小心一点。师：
想得多么细呀！

生：元二，祝你一路平安！这一去就是一年，我会想着你的。

来，同桌之间互相说一说诗人和元二之间的临别话语。（播
放课件16音乐：阳关三叠）

同桌先说，再师生互说。

2．师：可我怎么感觉到这不是一杯酒，这里面分明还有点别
的滋味！你品出来了吗？（这是一杯离别的酒，因为喝完这
最后一杯，王维和元二从此分别。）

师：一杯够吗？不够，再敬一杯

生：这是一杯伤感的酒，好友分隔两地，岂能不令人伤怀？

师：一杯能表达伤感之情吗？不够，再来一杯。



生：这是一杯无奈的酒，谁愿意与好朋友分离呢？无奈这是
朝廷下达的命令，难以违抗。

师：真无奈，再敬一杯。

生：这是一杯祝福的酒，诗人王维祝福元二一路平安，在安
西生活如意。

那就让我们：“劝君更尽一杯酒”（生齐读）

师：诗人劝了一杯又一杯，“更”是什么意思？（再）
从“更”这个字中你体会到了什么？（深情厚谊，依依惜别、
舍不得……。）

4、指导朗读：

a：是啊！朋友之间有多少知心话要说呀！又有多少说不完的
话呀！千言万语都汇成了一句话。师引读：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b：多少回忆，多少离愁，多少牵挂，都化作了这一杯浓浓的
酒。师引读：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4．师：窗外，柳枝上那挂着的雨滴正悄然滑落，你觉得这还
是雨吗？这哪是雨啊！那分明就是点点友人的泪啊！古人有
折柳赠别的习俗，看到柳树就想到分别。此时，他们还有心
看窗外的美景吗？让我们带着这份难过，这份不舍，这份依
恋，这份痛心，一起读这两句。（生齐读）

5．一个“劝”字，一个“更”字，一个“尽”字生动地描绘
出朋友之间那种难舍难分的友情。（板书：劝、更、尽）

6、根据史料记载：王维在元二离开的几年后就去世了，此次
的告别竟成了永别。



三、音乐渲染，品味诗境，情读古诗。

1、师：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情，这首诗不久就被配上音乐，成
为当时唐代最流行的，也是现在经久不衰的音乐之一《阳关
三叠》。让我们边听边感受，在音乐声中把友人送别的情景
读出来。（自读古诗）（课件出示17）

2、学生展示读古诗。

四、课外拓展

离别是诗，离别是歌，离别总是情。一样的送别，不一样的
情怀。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收集的离别诗，感受古人淳朴的
情怀，体验深情厚谊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温暖。

（课件出示18、播放音乐“送别”）

附送别古诗：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
归？————王维《山中送别》

板书设计：20、古诗两首

送元二使安西

景：朝雨客舍柳色

酒诉真情送故人

情：劝更尽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诗句篇四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送元二使安西》赏析

诗的前两句写的是送别时的节物风光，描绘了平平常常的景
色，却充满诗情画意。三四句表达了对友人一篇深挚的情谊。
但是，在一些权威的辞书和教材中对后两句均作出了这样的
解释：“朋友，再干了这一杯酒吧，出了阳关，可就再也看
不到老朋友了……”笔者以为，这样的解释明显带有主观随
意性，没有真实反映出王维如此造句所想表达的深意，更没
有揭示出此两句在表达上的佳妙之处。首先，作出了这样浅
显直白的解释，本诗显的似乎并无新意，与他在这一时期的
同类作品相比也无特别之处，只能算是一首很平常的送别诗，
这与后人将之一直誉为唐诗“压卷之作”的称谓显然是不相
符的，其中必然隐赋有某种其他的寓意，而我们却一直尚未
予以重视而挖掘出来;其次，这是一首送友人去守护边疆的诗，
面对战争的残酷无情，曾经到访过边塞的诗人相当了
解，“古来征战几人回”!他一般不可能说出“你再也见不到
老朋友了”这样的话去伤害友人且触犯诗谶——这未免太不
合乎情理;再说，从诗句的本身意义上分析，友人也并非一定
要等到出了“阳关”后才看不到诗人，出了“渭城”不同样
也就看不到诗人了吗?事实上，即便友人真到了边疆安西，他
同样也能遇见来自家乡的“故人”，如岑参在《凉州馆中与
诸判官夜集》诗中就这样写到：“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
来三五春”。那么，“阳关”一词在这首诗中的特殊意义又
会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诗人这两句其实是运用了逆挽(即叙
事题材的“倒叙”)并结合了省略的写作手法，引导读者的思
绪跟随年青的友人一起奔赴疆域，然后历经万种艰险，最后
凯旋而归时，而“我”——现在的这个送行者却恐怕因年老
多病已不在人世了……历史的真实是，诗人在送走友人后不



满六年(于761年)便真的与世长辞了!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们后
来是否能重新相逢，但“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
余”王维的这两句诗多少能反映出友人那漫长的戎马生涯与
思者的无奈。因此，诗中的“西出阳关”并非是指友人不久
后走出了阳关，而应该是指将来友人完成任务胜利返回时路经
“阳关”。长期以来，“西出阳关”一直被简单理解为友人
走出了阳关，但是在这里却是真正的“一语双关”：它按着
时空的发展次序有着两幅截然不同的场景，第一幅“西出阳
关”是指友人在征途中刚刚走出了阳关，渭城在东，阳关在
西，是谓“西面出去”，一般人们均持此种观点;另一幅“西
出阳关”就是指友人在经历许千辛万苦，完成了任务剀旋而
归时离开了阳关，渭城仍在东，阳关仍在西，却是谓“西面
出来”，诗人的本意就是如此。可见，常人都把友人从“西
面出来”误解成了从“西面出去”了!不难理解，面对各自分
离后的茫茫未知前途，不禁会引起诗人的无边遐想，而这种
思绪一旦跨越了时空和个人后，便会产生出扣人心弦的意境，
有着无与伦比的震撼力，诗人正是为此成功地进行了时空的
转换和压缩。必须指出，处于河西走廊尽西头的阳关，和它
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走向西域的通
道，同时也是军事要塞。“玉门关”外基本是突厥的势力范
围，而“阳关”内则完全属于唐朝的领土。在诗人看来，只
有将来友人能走出了“阳关”后方才真正表明他是平安回来
了。我们从元代《阳春白雪集》中大石调《阳关三叠》词中
可以发现，古人其实一直就是这样诠释的：“…休烦恼，劝
君更尽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阳关，旧游如梦，眼前无故人。
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故此，准确完整地诠释这
首诗应该是这样的：

朋友

请再干了这杯酒

待你将来凯旋而归



西出阳关的时候

恐怕已不能再看到我了啊

惟有这

渭城的细雨

青青的客舍

以及随风而舞的扬柳

还会像今天一样

在此恭侯着!

这哪里像是诗人在送别友人，这分明就是友人在送诗人呀!诗
人王维正是高超地运用了这种逆挽的写作手法，籍助于时空
的转换，将国家的安危、战争的残酷、朋友的情谊、人生的
苦短紧紧地揉合在了一起，情景交融，达到了令人震撼的艺
术感染力。作为一位诗人，只有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
紧紧地血脉相连，才能够创造出属于那个时代的伟大作品。
诗人王维清楚地了解战争的无情，也深知友人的远征可谓九
死一生，更明白此次分离或许就意味着永别。但他依然为友
人祝福，期待着友人能平安归来，盼望着国家从此走向和平
昌盛——即便自己可能已等不到那一天的到来……“劝君更
尽一杯酒”，这酒中不仅浸透了诗人对友人的一片深挚情谊，
更饱含着他对国家和平安宁的美好祝愿!

《送元二使安西》作者简介

王维(7-761年)，字摩诘，汉族，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
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有“诗佛”之称。开元九年(7)中
进士，任太乐丞。王维是盛唐诗人的代表，今存诗400余首，



重要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维精通佛学，受禅
宗影响很大。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王维名和字的由
来。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艺，音乐也很精通。
与孟浩然合称“王孟”。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诗句篇五

渭水之畔，水波微漾，幽幽古城，杏花烟雨，一场朝雨拂去
一夜的倦怠，路面上的轻尘是谁的留恋泛滥在整座城，湿润
在这雨雾中?撑一把油纸伞，踏雨行走在青石路上，满腹不舍，
满心嘱咐，却又相对无言，无从开口，就让那无言的关怀化
在这风里，吹入你心间。古亭旁，清风吹起青翠的柳条，柳
叶上的雨珠是为谁的离别而洒落?友人啊，你多喝一杯故乡这
醇香的酒吧，记住故人熟悉的乡音。故乡的酒是一支幽远的
歌，越久越缠绵醉人;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
的晚上响起。身在他乡，当你觉得孤寂时，就看看这轮飘过
了故乡土地的月亮，它永远带着乡土气息，安抚你漂泊的心。
用手心的祝福为你奏一支“渭城曲”，那透明的琴弦在修长
的十指下震颤，震落了脸上的霜华，是谁的眼泪这样甘如泉?
面对古道瘦马袅袅炊烟，是谁的叹息这样惆怅如幕?为你折一
枝柳放在沉重的行囊里，陪你西出阳关，让你跋山涉水的'足
迹里有故乡的痕迹，待到春风又绿渭城湖畔时，让这一轮明
月，一枝柳条指引你归来的路。“还顾望故乡，长路漫浩
浩”，马蹄奔驰，尘土纷飞，你的背影渐行渐远，有人却在
绿柳桥畔望着你的背影，迟迟不肯转身……祝福与惜别如蒙
蒙细雨浸透悠悠岁月，飘落几段感怀，几丝思念。风吹起异
乡的风尘，洗不净那因思念而爬满脸庞的沧桑，道不尽那近
乡而怯的情怀!远处的钟声响起，往事纷然如昨，握着一枝清
新绿柳——你在那头，我在这头——呢喃!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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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诗句篇六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诗文解释：

清晨，渭城细雨霏霏，湿润了路上的尘埃，旅店旁的棵棵绿
柳，被雨水冲洗得更加翠色欲滴。朋友，请再喝尽这杯酒吧，
等你西行出了阳关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交情深厚的老友了。

词语解释：

渭城：秦时咸阳城，汉武帝时称渭城。

浥：沾湿。



客舍：旅馆。

阳关：古关名，在今甘肃敦煌西南。

诗文赏析：

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离别。它没有特殊的背景，
有的是至深的惜别之情，所以，它适合大多数别筵离席颂唱，
后来纳入乐府，成为流行，久唱不衰的歌曲。

诗人剪裁下这临行送别时的一瞬，使其成为了永恒。老友即
将远行，将赴满地黄沙的边疆绝域。此时一别，不知何日才
能再见，千言万语无从说起，能说出口的只有一句：喝下这
杯离别的酒吧!依依惜别之情、所有的关怀与祝福早已融进了
这一杯酒中。

本诗是王维在三十多岁时为送出使安西的友人元二所作的一
首送别诗。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二句，紧紧抓住富有
特征和代表性的景物进行描写，展现一幅清新明朗、和谐悦
目的.艺术画面。清晨绵绵春雨飘然而降，沾湿了驿道上的灰
尘，使得微尘不扬，路边的杨柳经过朝雨的洗涤润泽，这清
新怡人的新绿，使得客店上空也变得葱郁青翠。这里一
个“新”字，一扫与离愁别恨相联的孤寂惨淡的情绪，而使
诗歌的基调趋于乐观开朗。这两句并非单纯的景物描写，而
是寓含着依依惜别的挚情，“春雨”、“杨柳”等词在中国
传统诗歌中素来有象征离情别绪之意，从而曲折地表现了诗
人依依不舍的心情，它们含蓄地告诉读者：春雨可以洗净天
地之间的灰尘，却洗不尽诗人对友人的留恋之意;杨柳之色可
以因雨涤而更新，而诗人对朋友的情谊却会永远依旧。古人
常以折柳表示送别，这里不用折柳之旧俗，而让杨柳列队为
友人送行，表现出心胸阔大、不拘小节的浪漫气质。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二句，是饯行时的送
别辞：请您再干下这杯酒吧，出了阳关要塞，可就见也不到
老朋友了!这里所截取的虽然只是饯行宴席上友人酒酣意欲告
辞启程、主人殷勤劝酒的短暂场面，但是却表明主客双方的
惜别之情已达到了高潮。从诗人这热情洋溢而又朴素自然的
劝酒辞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诗人珍视友谊、热爱生活的丰
富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可以想象到诗人临风把盏的潇洒倜傥
的形象。

这首诗它饱含着依依惜别的深情，真挚感人而不伤感，富于
热情和浪漫情调，它不仅出色地抒发了诗人对友人的挚情，
而且成功地表达了人们离别时的一种普遍的心情，因此历来
被人称为赠别诗中的千古绝唱。在王维活着的时候，这首诗
就被谱入乐府，成为有名的“阳关三叠”，广泛传唱，在后
世更不知引起过多少离人的共鸣。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诗句篇七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
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龟兹城(今新疆
库车)。这位姓元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
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
安西北，渭水北岸。

前两句写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气氛。清晨，渭城客舍，
自东向西一直延伸、不见尽头的驿道，客舍周围、驿道两旁
的柳树。这一切，都仿佛是极平常的眼前景，读来却风光如
画，抒情气氛浓郁。“朝雨”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早晨的雨下得不长，刚刚润湿尘土就停了。从长安西去的大
道上，平日车马交驰，尘上飞扬，而现在，朝雨乍停，天气



清朗，道路显得洁净、清爽。“浥轻尘”的“浥”字是湿润
的意思，在这里用得很有分寸，显出这雨澄尘而不湿路，恰
到好处，仿佛天从人愿，特意为远行的人安排一条轻尘不扬
的道路。客舍，本是羁旅者的伴侣;杨柳，更是离别的象征。
选取这两件事物，自然有意关合送别。它们通常总是和羁愁
别恨联结在一起而呈现出黯然销魂的情调。而今天，却因一
场朝雨的洒洗而别具明朗清新的风貌——“客舍青青柳色
新”。平日路尘飞扬，路旁柳色不免笼罩着灰蒙蒙的尘雾，
一场朝雨，才重新洗出它那青翠的本色，所以说“新”，又
因柳色之新，映照出客舍青青来。总之，从清朗的天宇，到
洁净的道路，从青青的客舍，到翠绿的杨柳，构成了一幅色
调清新明朗的图景，为这场送别提供了典型的自然环境。这
是一场深情的离别，但却不是黯然销魂的离别。相反地，倒
是透露出一种轻快而富于希望的情调。“轻尘”、“青青”、
“新”等词语，声韵轻柔明快，加强了读者的这种感受。

绝句在篇幅上受到严格限制。这首诗，对如何设宴饯别，宴
席上如何频频举杯、殷勤话别，以及启程时如何依依不舍，
登程后如何瞩目遥望，等等，一概舍去，只剪取饯行宴席即
将结束时主人的劝酒辞：再干了这一杯吧，出了阳关，可就
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诗人象高明的摄影师，摄下了最富表
现力的镜头。宴席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酿满别情的酒
已经喝过多巡，殷勤告别的话已经重复过多次，朋友上路的
时刻终于不能不到来，主客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一瞬间都到
达了顶点。主人的这句似乎脱口而出的劝酒辞就是此刻强烈、
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现。

三四两句是一个整体。要深切理解这临行劝酒中蕴含的深情，
就不能不涉及“西出阳关”。处于河西走廊尽西头的阳关，
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出向西域
的.通道。唐代国势强盛，内地与西域往来频繁，从军或出使
阳关之外，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壮举。但当时阳关
以西还是穷荒绝域，风物与内地大不相同。朋友“西出阳
关”，虽是壮举，却又不免经历万里长途的跋涉，备尝独行



穷荒的艰辛寂寞。因此，这临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
就象是浸透了诗人全部丰富深挚情谊的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
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谊，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处境、
心情的深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对于送行者
来说，劝对方“更尽一杯酒”，不只是让朋友多带走自己的
一分情谊，而且有意无意地延宕分手的时间，好让对方再多
留一刻。“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感，又何尝只属于行者呢?临
别依依，要说的话很多，但千头万绪，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
这种场合，往往会出现无言相对的沉默，“劝君更尽一杯
酒”，就是不自觉地打破这种沉默的方式，也是表达此刻丰
富复杂感情的方式。诗人没有说出的比已经说出的要丰富得
多。总之，三四两句所剪取的虽然只是一刹那的情景，却是
蕴含极其丰富的一刹那。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诗句篇八

送元二使安西

唐代：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一作：客舍依依杨柳
春)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译文

渭城早晨一场春雨沾湿了轻尘，客舍周围柳树的枝叶翠嫩一
新。

老朋友请你再干一杯美酒，向西出了阳关就难以遇到故旧亲
人。

赏析



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离别。它没有特殊的背景，
有的是至深的惜别之情，所以，它适合大多数别筵离席颂唱，
后来纳入乐府，成为流行，久唱不衰的歌曲。

诗人剪裁下这临行送别时的一瞬，使其成为了永恒。老友即
将远行，将赴满地黄沙的边疆绝域。此时一别，不知何日才
能再见，千言万语无从说起，能说出口的只有一句：喝下这
杯离别的酒吧！依依惜别之情、所有的关怀与祝福早已融进
了这一杯酒中。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色青青柳色新。”生动形象地写出了
诗人对将要去荒凉之地的友人元二的深深依恋和牵挂。诗的
前两句明写春景，暗寓离别。其中不仅“柳”与“留”谐音，
是离别的象征，“轻尘”“客舍”也都暗示了旅行的目的，
巧妙地点出了送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后两句点明了主题
是以酒饯别，诗人借分手时的劝酒，表达对友人深厚的情意。
友人此行要去的安西，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境，同时代的王
之涣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形容，何况安西更在玉门之外，
其荒凉遥远可想而知。

绝句在篇幅上受到严格限制。这首诗，对如何设宴饯别，宴
席上如何频频举杯，殷勤话别，以及启程时如何依依不舍，
登程后如何瞩目遥望等等，一概舍去，只剪取饯行宴席即将
结束时主人的劝酒辞：再干了这一杯吧，出了阳关，可就再
也见不到老朋友了。诗人像高明的摄影师，摄下了最富表现
力的镜头。宴席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酿满别情的酒已
经喝过多巡，殷勤告别的话已经重复过多次，朋友上路的时
刻终于不能不到来，主客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一瞬间都到达
了顶点。主人的这句似乎脱口而出的劝酒辞就是此刻强烈、
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现。

三四两句是一个整体。要深切理解这临行劝酒中蕴含的深情，
就不能不涉及“西出阳关”。处于河西走廊尽西头的阳关，
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出向西域



的通道。唐代国势强盛，内地与西域往来频繁，从军或出使
阳关之外，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壮举。但当时阳关
以西还是穷荒绝域，风物与内地大不相同。朋友“西出阳
关”，虽是壮举，却又不免经历万里长途的跋涉，备尝独行
穷荒的艰辛寂寞。因此，这临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
就像是浸透了诗人全部丰富深挚情谊的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
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谊，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处境、
心情的深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对于送行者
来说，劝对方“更尽一杯酒”，不只是让朋友多带走自己的
一分情谊，而且有意无意地延宕分手的时间，好让对方再多
留一刻。“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感，不只属于行者。临别依
依，要说的话很多，但千头万绪，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这
种场合，往往会出现无言相对的沉默，“劝君更尽一杯酒”，
就是不自觉地打破这种沉默的方式，也是表达此刻丰富复杂
感情的方式。诗人没有说出的比已经说出的要丰富得多。总
之，三四两句所剪取的虽然只是一刹那的情景，却是蕴含极
其丰富的一刹那。

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种最有普遍性的离别。它没有特殊的背
景，而自有深挚的惜别之情，这就使它适合于绝大多数离筵
别席演唱，后来编入乐府，成为最流行、传唱最久的歌曲。


